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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随笔

中国文人画，向来注重“诗书画印”四全。齐白
石、潘天寿等国画大师，莫不在这四样功夫上花费
了一辈子心血。齐白石还幽默地称：“我诗第一，印
第二，字第三，画第四。”可见他对自己的诗才相当
自信。《白石老人自述》中说：“我的诗，写我心里想
说的话。本不求工，更无意学唐宋，骂我的人固然
多，夸我的人也不少。”

近读《吴茀之诗存》（2020年10月，中国美术学院出
版社），发现吴先生的诗作，也颇能自抒己怀，别见情致。

在现代画家中，吴茀之堪称作诗高手，他经常与诗
家唱和联句，不落人后。据该书编者骆风研究，吴茀之
一生，写诗当在2000首左右，不过很多都散逸了，《吴
茀之诗存》仅汇集了吴先生的诗作及楹联等500余首。

吴茀之与一般诗家的最大区别，在于他是一位成
就极高的书画家，因而笔者特别在意的，也是他的那些
题画诗。

自从“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说法流传开来后，诗
与画的关系，就好像鱼与水、花与叶的关系一样分不太
清楚了。吴茀之的笔下，诗与画也是相融的，先生以诗
意入画，以诗心造境，因而画作清逸空灵，韵味悠长。他
的题画诗，有时点题，有时阐理，有时抒情，有时超拔，
但都诗意盎然，耐人寻味。

竹石图是花鸟画家喜爱的题材，吴先生写了这样
一首题画诗：“数个幽篁破俗，一拳顽石称文。与可东坡
俱往，知音更何所闻。”“与可”是画家文同的字，他和苏
东坡都以善画竹著称。短短二十个字，有描写，有用典，
又能引出人生感慨，实在是写诗高手啊。

花鸟画中的寻常之景，经吴先生题画后，就显出了
别样的诗意。《鸡菊》：“托足东篱下，孤怀晚节香。一声筹
唱晓，旭日起扶桑。”《葫芦》：“结实硕垒垒，自得园中趣。
莫被拐仙知，恐负云游去。”《柳岸鸣禽图》：“剪取横塘一
角，居然赋象新奇。谁识绿阴清趣，小禽独上高枝。”

画家写诗，心中总是不忘画面。《山水秋景》这样
写：“秋林闲步雨晴初，策杖寻幽足自娱。四面云封难入
画，远山如隐却如无。”雨后初晴，缭绕的云雾隐去了群
山，这“如隐如无”的境界，却又是画家千方百计要想画
出来的效果。中国画讲究“留白”，讲究意在画外，吴先
生此诗，用眼前之景，巧妙阐述了高深的画理。 煮石

吴茀之的诗作

丰子恺是我国现代艺术史上一位响当当的人物，
他集画家、散文家、美术教育家、音乐教育家、漫画家、
书法家和翻译家于一身，生前共出版画集、著作和译著
170余部。他被誉为中国现代漫画的鼻祖，《护生画集》

《漫画阿Q正传》《丰子恺儿童漫画选》等漫画作品影
响了一代代读者，至今仍是艺术类畅销书。

就是这么一位牛人，一天他在读报时，一个醒目
的标题让他大吃一惊——《丰子恺画画不要脸》。丰
先生为人和善，心想谁和他有着这等深仇大恨，竟
然在报纸上公开攻击他。等他读了文章，不觉莞尔，
原来此文是评论他的漫画作品的，且说“丰子恺的
一些作品，人物没有眼睛、鼻子，却仍然惟妙惟肖，
很有意味”。

这篇标题唬人的美术评论，的确抓住了丰子恺作
品的一大特色，难怪后来得到了行家的一致认可，使它
成了一篇有名的评论。

丰子恺画画“不要脸”，后来甚至得到了大诗人
泰戈尔的赞赏。一位中学时曾受业于丰子恺的魏姓
学生留学印度，成为泰戈尔的学生。魏学生将丰先
生的作品展示出来，泰戈尔仔细欣赏后，这样点评：
脸上没有眼睛，我们却可以看出他在看什么；没有
耳朵，却可以看出他在听什么，高明的艺术，说的就
是这样的作品吧。

知道这则艺坛轶事，我们再来品鉴丰先生笔下的
一些作品，就更能产生一种“妙处难与君说”的“悠然心
会”了。

且看《锣鼓响》。小孙子拉着老奶奶的手，一心要往
演戏场奔去。一老一小，都未画眉眼，却生动有趣。丰先
生是浙江人，画的正是江南民间的“眼前景”。然而，这
份情致，这份趣味，又超越了地域与时代，寥寥数笔，感
人至深。

《读书的PICNIC》，标题虽用了个英文单词，情致
却是纯东方的，让人忍不住会想起《论语》中的名句：

“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
风乎舞雩，咏而归。”丰先生有不少描绘“读书”的漫画，
但他着意强调的，似乎并不是闷在房子里的死读书，而
是更加适合孩子天性的、类似这幅树下读书图一样的

“快乐学习法”。三个人物，眼鼻皆无，用心读书的状貌，
却已足够鲜活。 闲看

丰子恺画画“不要脸”

收藏故事

《锣鼓响》

▢ 全媒体记者 王佳丽 文/摄

说起“木雕花板”这个词，很多人

会陌生。如果真的将实物拿到眼前，

你恐怕会恍然大悟：“原来是它啊！”

在收藏品市场二楼，有家摆满了

木雕花板的铺子，走进一看，琳琅满目

的木雕花板占据了店铺的角角落落，

大的小的，精致、生动、古朴，这里就像

一个与外界相隔的空间，在木雕花板

上流淌着的是静默的时空，而门外像

是另一个世界。店主吴凌剑打开店内

的灯光，瞬间照得花板金光满堂，熠熠

生辉。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
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
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这是木
心先生所作的《从前慢》，娓娓道来古朴的日
常中时光被放慢的生活感。

在许多收藏人的内心世界，“慢”是如影
随形的。吴凌剑与木雕花板的不期而遇，便是

“慢”生活的开始。5年前，酷爱古玩收藏的吴
凌剑在朋友那里偶遇了一块木雕花板，精美
绝伦的构造与雕刻的民俗故事相结合，镂花

的、人物的、神话的、动物的，多种多样的雕刻技
艺，令他痴迷。于是，一块、两块、三块，渐渐的，木
雕花板逐渐成了他的主要藏品，目前，他已收藏
了三千多块木雕单花板和七八张床面花板。

吴凌剑告诉记者，他收藏的木雕花板中，主
要以床面、门腰板、椅背花板、柜门花板等部位
为主，其收藏的花板从明清到民国时期，收藏的
种类更是多种多样。“我比较喜欢雕工好、艺术
价值高的花板，保存度要完好，保存价值高才
行，普通类的民俗品花板并不是我的‘菜’。”吴

凌剑说。
木雕花板简称“花板”，它在中国传统建筑、

家具、陈设中，是一种用来插嵌和装饰的构件。
据悉，花板在明清时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它
凝结了中华民族千百年能工巧匠的高超造诣和
艺术风格，其构思、刀工、章法使人遐想联翩。细
观察这片片木雕花板，典故、戏剧、唱本、人物、
神话等，无一不是其雕刻的对象和题材。吴凌剑
说，他之所以会喜欢上木雕花板，正是因为其丰
富多样的题材和蕴涵的传统文化。

与花板不期而遇

其实，上个世纪初开始，古典民居便逐渐
没落，几乎没有新的作品出现。时隔几十年
后，在大热的今天，很多人开始喜欢收藏这种
裹挟着时空之美的精美物件。在吴凌剑的店
铺中，许多木雕花板都已经是“古董”级别的
收藏品了，有的是一块木板，有的是一对儿或
者一组，有的会单独讲一个故事的某个片段，
而画幅多的则会被做成连环画。

“这块是我喜欢的，收藏价值比较高的花
板了。”在吴凌剑手中，以和合二仙为主题的两
块花板格外吸睛。这两块花板属于床下两侧的
装饰花板，其人物布局和谐，呈现完整，朱红色
的底色鲜艳喜庆，人物刻画以铜漆涂色，金光
闪闪，别有一番吉祥寓意在其中。吴凌剑说，这
两块花板收藏年代为民国时期，出自义乌和东
阳交界处，是不可多得的收藏上品。

与上述花板相媲美的，还有两块以《西厢
记》故事为主题的木雕花板。这两块花板人物
刻画细致，哪怕是人物手部线条、裙摆垂感、
面部表情都非常生动且精致，该花板四周以

镂空木雕装饰，更显得独特且珍贵。据悉，这两
块花板出自清代，估计出自仙居工之手，吴凌剑
收藏已有4年，一直舍不得出手。

“过去，花板用在建筑与民居上，多以吉祥、

祝福、祈祷等美好寓意为主，每块花板都会根据
不同时代不同地区，刻画出不同的故事。”吴凌
剑说，花板画面的内容多是山水、花鸟人物等国
画素材，也有民间传说、吉祥图案甚至戏曲人
物。几乎每一幅“木雕花板”都能讲述一个源远
流长的故事，影射在其中的，就是浓重深厚的中
国传统文化。

如果说床板的木雕寓意祥瑞，那么门腰
板的花板则更以气势宏大、寓意上进为主。在
吴凌剑收藏的花板中，以组合收藏为主的多
是门腰板。其中，一组以梅兰竹菊为主题的门
腰板给人一种志趣情怀之感。细细品味，这四
块花板分别以梅、兰、竹、梅为主要花色刻画，
或许因为菊的寓意不令主人家喜欢，便刻画
了两块梅。每一幅花板中，除了精致的植物元
素外，更雅致的便是部分的“留白”，其有着大
写意的触感，刻画除了国画的效果，显得格外
雅致且有品位。此外，吴凌剑收藏的以“琴棋
书画”为主题的六块门腰板花板也同样蕴含
了民俗传统文化的艺术美感。

一块花板一个故事

花板是一种褪色的生活美学，一种熟悉
而陌生的情感诉求。浏览这些久经风雨的花
板，就像穿越一段段历史，展开一场地缘民俗
文化之旅。闺中女子要出嫁了，嫁妆里雕花大
床的花板上刻满花鸟瑞兽，寓意幸福祥瑞和
早生贵子；地方流行的戏文典故，当地的工匠
就把故事活灵活现地雕刻在花板上，弘扬传
统道德中的真、善、美；还有那些古代的文艺
青年们，热衷赏山水花鸟、梅兰竹菊、琴棋书
画等风雅之物，他们的浪漫与哲思在木雕花
板中可见一斑。

吴凌剑收藏的花板，并不全是完美的。其
中一块出自清代的以花为图案、以蝙蝠为瑞

兽的椅背花板，虽雕工技艺精湛，寓意平安富
贵，但其花板一侧因为年久受潮，早已被虫蛀得
不成样子。吴凌剑只能将一侧用工具小心削掉，
保留完好的一部分加以收藏。“这块花板属于太
师椅的椅背花板，出自东阳，比较少见，即便不
完整，也舍不得放弃。”吴凌剑说。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看似离我们越来越远
的老物件和老工艺，正在以新的艺术形式寻求
活化。即便在如今钢筋水泥筑起高墙的现代化
都市中，花板逐渐不再是必需品，但随着时代的
变迁，人们的审美开始回归，多样化的建筑风格
重新出现。

“现在很多人家喜欢新中式的装修风格，花

板的装饰又重新出现了。”吴凌剑说。为了让更多
年轻人接受和喜欢上花板，他开始尝试将花板进
行裱框，采用新老结合的方式让花板更符合现代
人的审美理念，重新回到现代装修中。如今，楼房
日新月异，题材丰富、寓意吉祥的花板深受长辈
及部分年轻人的喜爱，更有许多新开的中式会所
也爱使用这样的花板。

古人的智慧永远是取之不竭的，与这些老
木雕花板静静对视，其制作的工艺、花费的时
间、投入的诸多工序，都在这一年又一年、一代
又一代的更新迭代中焕发出生机。慢下来，这经
久的历史与情怀、故事与生活，都浓缩在这木雕
花板中。

在收藏中重焕生机

《西厢记》故事主题花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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